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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地方拉闸限电，引发社会对冬

季能源保供的担心。9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的

提问。

我们有资源、有条件、有
能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记者：发展改革委已经并准备采取哪些

措施保障冬季能源供应？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供暖季能源

保供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和安排。针对近

期能源供需偏紧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正

会同有关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

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多措并

举加强供需调节，重点从 6 个方面采取措施，

确保今冬明春能源稳定供应，确保居民用能

安全。

一是多渠道增加能源保供资源。依法依

规释放煤炭先进产能，有序增加煤炭进口，尽

力增加国内天然气产量，保持中亚管道气进口

稳定，压实责任保障煤电气电机组应发尽发。

二是发挥好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

推动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直保全覆盖，

全面签订年度和供暖季供气合同，及早锁定

资源。

三是进一步做好有序用能工作。指导地

方科学合理制定有序用能方案，完善动态调

整机制，切实做到用户知情、合同约定，确保

方案可执行、可操作，科学实施。坚守民生用

能保供底线，坚决避免压限居民用能的情况

发生。

四是发挥好能源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

重要作用。督促电厂在供暖季前将存煤提高

到安全水平之上，加快推进应急备用和调峰

电源能力建设，严格落实储气设施注气进度，

确保入冬前注满。

五是合理疏导用能成本。在确保民生、农

业、公益性领域用能价格稳定的情况下，严格

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能源企业生产运行成本。

六是有效控制不合理能源需求。坚决遏

制“两高”项目不合理用能需求，推动主要耗

煤行业节煤限煤。

近年来，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持之以恒推进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

设，能源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高。今冬明春

我国能源供应是有保障的，我们有资源、有条

件、有能力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
“限电不限民用”，确保电力
运行平稳

记者：东北地区是冬季能源保供的重中

之重，社会关注度高，请问将采取哪些针对性

保供措施？

答：东北地区天气严寒，采暖季长，居民

对采暖要求高，社会关注度高，做好东北地区

冬季能源保供工作责任重大、极为关键。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大协调力

度，向东北地区倾斜资源，全力保障东北能源

运行平稳。

一是增加东北地区发电有效出力。组织

中央发电企业结合采暖期供暖安排，合理安

排机组检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煤电

机组开机水平，切实提升电力供应能力。优

化电力运行方式，加强东北地区各省份统筹

互济，合理调整东北地区外送电。

二是确保东北地区发电取暖用煤足额供

应。在已签订年度煤炭中长期合同基础上，

又组织产运需企业集中补签了一批中长期合

同，实现东北三省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

全覆盖，采暖季发电供热用煤资源已得到落

实。同时，在山西、陕西、内蒙古地区选取一

批条件好的煤矿列为冬季重点应急保供煤

矿，在用煤高峰期阶段性释放产能，重点保障

东北地区。引导发电供热企业加大进口煤炭

采购力度，提前锁定资源和价格，做到应进尽

进早进。

三是提升东北地区有序用电管理水平。

指导东北地区在当前有序用电方案基础上进

一步完善，确保居民、农业等民生领域用户用

电不受影响。建立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电网

企业联合工作机制，在执行有序用电过程中

严格做到提前告知用户，鼓励和引导用户主

动错峰用电，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限电不

限民用”，确保电力运行平稳。

民生用能在资源上充分
保障，价格严格按政策保持
稳定

记者：在今年迎峰度冬能源保供工作中，

如何保障民生用能需要，确保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

答：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关心民生冷暖，多

次对保障民生用能需要、确保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李克强总理等领导

同志先后就做好民生用能保障作出重要批示

和工作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各地、有

关部门和企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始终把确保民生用能作为保供工作的重

中之重。

一是民生用能将在资源上做到充分保

障。民生用能占我们整个供应的比重不高，

居民用电占全部用电的不到 20%，民生用气

占全部用气的不到 50%，我们有能力、有条件

给予全额保障。为保障民生用能供应，很重

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对民生用能实行合同全覆

盖。为此，已组织煤炭企业与发电企业签订

电煤中长协，实现对发电供热用煤全覆盖。

同时，组织供气企业和地方全面签订供气合

同，对民生用气合同全覆盖。要求各地将燃

气公交车、出租车全部纳入民生用气范围予

以保障。

二是民生用能严格按价格政策保持稳

定。我国对民生用电用气都有明确的价格政

策。对居民生活用电实行政府定价。对居民

生活用气实行基准门站价格加合理浮动机制

管理。在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大涨的情况下，

相关各方很好地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要求。

民生用电用气价格将严格按价格政策保持基

本稳定。

三是切实完善民生用能保障的责任机制

和技术条件。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冬季高峰期取暖用电用气需求不断

攀升，加大了调峰保供的难度。部分时段必

须坚持民生优先，统筹协调好保障民生用能

和部分工商业生产用能的关系。为此，我们

组织各地和煤炭、电力、天然气供应企业建立

了可中断调峰用户清单，制定了压减预案，必

要时科学有序实施“压非保民”，既要兜住民

生用能底线，也要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降到最低。

保障民生用能需要是各级人民政府和相

关企业共同的责任。地方须落实好保障民生

用能的主体责任，供能企业须落实好民生用

能的供应保障责任。只要相关各方切实履行

好责任，共同把各项保供措施落实到位，完全

能够保障好民生用能需要，确保群众安全温

暖过冬。

今冬全国最高用电负荷
可能超今夏峰值，有信心有
能力做好冬季电力保供

记者：请问迎峰度冬期间电力供需形势

如何？下一步将采取哪些措施保障迎峰度冬

期间电力供应？

答：今年冬季，受经济稳定增长、取暖用

电快速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全国最高用电

负荷将逐步攀升，有可能超过今年夏季和去

年冬季峰值。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全力增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加强运行协

调调度，确保电力可靠供应。今年冬季全国

总装机将达到 24 亿千瓦左右，同比增加约 2
亿千瓦，有效顶峰负荷将再提高 6000 万千瓦

以上，顶峰发电能力可以超过 12 亿千瓦，全

国最大发电能力能够保障最高用电负荷需

求，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做好冬季电力保供。

一是做好发电用煤用气保障。加强供需

形势研判，压实地方和企业保供责任，提前制

定冬季电力用煤用气保供方案，落实好资源

和运力，做好入冬前煤炭、天然气储备，保障

发电用煤用气充足供应。

二是统筹加强电力保供能力建设。加快

推进重要电源电网项目建设，保障煤电、气电

机组充分出力，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多渠

道提升电力供应能力。

三是按价格政策合理疏导发电成本。指

导各地切实组织好电力市场交易，严格落实

燃煤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

机制，让更多电量进入市场交易，不得对市场

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的正常浮动进行不当干

预，让价格合理反映电力供需和成本变化。

四是科学制定实施有序用电方案。做到

“三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压非保民”，严

格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电。必须坚持“用

户知情、合同约定”，确保企业对可中断负荷

规模、执行条件等充分了解，组织供电企业、

用户、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或协议。必须

坚持“限电不拉闸”，科学安排有序用电，严格

落实有序用电，严禁拉闸限电。

进一步增加产量、增加进
口、动用储备资源和社会库
存，采暖季煤炭供应有保障

记者：今冬明春采暖季煤炭供需形势如

何？下一步采取哪些措施保障煤炭稳定供应？

答：煤炭仍是我国目前的主体能源，在国

家能源供应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和兜底保障

作用。经过近几年持续推进煤炭产供储销体

系建设，我国煤炭生产供应和应急保障能力

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受我国经济持续恢复

和国际大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我国

煤炭消费超预期增长，供需偏紧。今冬明春

采暖季煤炭消费将继续保持增长，通过进一

步增加产量、增加进口、动用储备资源和社会

库存，煤炭供应是有保障的。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

改革委始终把采暖季煤炭保供作为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作，会同有关方面千方百计采取有

力有效措施，确保煤炭安全稳定供应。

一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增产增

供。指导煤炭主产区和重点企业，科学制订

生产计划，安全有效释放先进产能。

二是进一步核增和投产优质产能。支持

具备条件的优质产能煤矿释放先进产能。

三是适度增加煤炭进口。支持企业用好

国际资源，保持适度进口规模，有效补充国内

供应。

四是着力提升存煤水平。支持地方和企

业加强煤炭储备能力建设，准备一定规模应

急储备资源，着力增加电厂存煤。

五是重点保障发电供热用煤需要。发挥

煤炭中长期合同“压舱石”作用，在年度中长

期合同的基础上，组织产运需企业补签合同，

推进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同时

加强履约监管，保障发电供热等民生用煤稳

定供应和价格平稳。

六是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会同有关部门

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查处哄抬价格等违规行

为，稳定社会预期。

总的来看，通过采取一系列有力有效措

施，今冬明春采暖季用煤需求是有保障的，煤

炭供应水平能够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确需实施有序用气的地
方，坚决做到“压非保民”“限
气不关阀”

记者：近期国际天然气价格持续走高，这

对我国冬季天然气保障供应带来哪些影响？

如何更好地保障供暖季民生用气需求？

答：今年以来，国际天然气价格持续走

高。中国是天然气进口大国，国际气价上涨客

观上会抬高我们进口使用天然气的成本。得

益于这几年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

向，持之以恒扎实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

设，大力推动国内增储上产，加强进口统筹协

调，加快提升储气能力，国际气价上涨对我们

的影响总体是可控的。特别是我国对居民用

气实行基准门站价格管理，国际气价上涨对居

民生活等民生用气影响可控制到最低限度。

针对今冬明春国际国内天然气市场形势，我们

会同有关部门和企业，及早采取措施保障天然

气安全稳定供应，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一是冬季保供气源有明显增加。组织上

游供气企业大力推进国内增储上产，前 8 个

月国内生产天然气 1361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0.8%，供暖季期间将继续保持安全高负荷生

产。指导企业及早安排采购现货 LNG 资源，

保持管道气进口稳定。截至目前，已提前锁

定冬季保供资源 1744 亿立方米，做好今冬天

然气保供工作我们是有底气的。

二是实现了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组织上

游供气企业和各地全面签订全年和供暖季合

同，绝大多数省区市签订合同量都比上年实

际消费量有一定增长，为保障供暖季高峰期

天然气供需关系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供暖

季期间，我们将督促各方严格按照合同保障

供用气，维护好供用气秩序。

三是调峰保供能力明显增强。今年入冬

前全国可形成储气量超过 270 亿立方米，比上

年进一步提升，冬季高峰期每天可动用储气

超过 2 亿立方米。同时，准备了一定规模的应

急储气量，确保应急调峰需要。坚持底线思

维，指导地方和企业更新完善了 3 亿立方米/
天的可中断非居民用户清单，制定了分级压

减预案，做到随时可用，确保居民生活、供暖

等民生用气需要。确需实施有序用气的地

方，也要坚决做到“压非保民”“限气不关阀”。

四是对民生用气加强重点保障。对民生

用气全部纳入合同保障范围，落实保障供用

气责任。协调上游供气企业对北方清洁取暖

重点地区在气源保障上给予倾斜支持。冬季

高峰期，对个别地区、部分时段出现供应偏紧

情况，将及时加强调度，确保民生等重点用气

需要。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同志就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陆娅楠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是按照党中央统一

部署，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配合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由中宣部组织有关

单位编写的。编写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一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关于学习“四史”的重要要求，紧紧

围绕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主题、历史脉络、历

史规律，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深入阐述社会主

义发展宏阔壮丽的历史进程，努力做到导向

正确、史实准确、观点鲜明、语言生动，使之成

为一部适合全党特别是基层党员学习，同时

适合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了解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高质量辅导读物。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的总体框架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为遵

循，充分吸收近年来思想理论界关于社会主

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最新成果和丰

富素材，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度，展现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运动到实践、制

度，从一国到多国，从初步探索到全面改革，

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迈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折不回、开拓前进、波

澜壮阔的历史全貌。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书稿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重要论述精神，全面体

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大历史

观”把握历史全貌、分析历史演变、探究历史

规律，以宽广历史视野、理论视野和时代视野

研究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有说服力

的材料充分展示世界社会主义 500 多年、科

学社会主义 170 多年、中国共产党探索推进

社会主义事业 100 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以帮

助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社会主

义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视

角。书稿注重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视角、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把握世

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着力展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展现中国共产党

人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中国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历史渊源、艰辛探索、非凡跨越和伟大贡

献，反映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事

业的深邃思考和创新认识，充分阐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从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伟大实

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

来 18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

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

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以帮助广大读者通过学

习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三是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精神相统

一。书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

题的两个决议为依据，紧紧把握“两个必然”

的历史规律，深入阐明“两个决不会”的历史

依据，坚持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和实事求是的

原则，对所涉史料和重大历史结论都以权威

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充分占有和深度解读史

料文献的基础上，深入进行研究，严格考证对

比，力求准确权威。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帮助读

者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理论视野认识社

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书稿还注重有针对性

地回答人们的一些疑虑和困惑，回击长期以

来西方一些人散布的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污

蔑，引导读者全面客观、科学辩证地看待社会

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问题，深刻认识和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四是坚持通俗易懂和良好阅读体验相统

一。书稿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向，坚持

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努力适应时代要求和读

者需要。在体系结构上，力求重点突出、线索清

晰、提纲挈领、严谨周详；内容安排上，力求史料

扎实、观点鲜明、分析透彻、有理有据；在语言表

达上，力求简洁明快、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措辞

规范；在版面设计上，力求新颖而不失庄重，为

群众所喜闻乐见。各章配有具有代表性的历

史照片，以增强说服力、感染力和可读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

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认识中国共产

党，就要认识党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社会

主义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年来矢

志不渝、砥砺奋斗的历史，是一部为主义而献

身、为理想而奋斗、为信仰而坚守的历史，无

数志士仁人为之前仆后继、奋不顾身，数以亿

计的人民群众紧紧追随、英勇斗争，演绎了无

数 动 人 的 故 事 ，建 立 了 光 耀 千 古 的 历 史 功

勋。我们要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特别

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恢弘历

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和信心，接好社会主义发

展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中不断作出新贡献。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简介
本书编写组

本报北京 9 月 29 日电 （记者杨昊）9 月 29 日，由中央和

国家机关工委、全国妇联联合主办的“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红

色家风故事分享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出席，与党员干部一起聆听从李大钊到

李宏塔一家三代，赵一曼、曾志等革命先辈和廷·巴特尔等

“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红色家风传承故事，向家庭代表赠送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等书籍，勉励

大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带头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传播红色

家风，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中央和国家机关工

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梁言顺，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参加。

活动倡议党员干部家庭做培育传承弘扬优良家风的表率。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
红色家风故事分享会举办

本报北京 9月 29日电 （记者易舒冉）29日，记者从全国总

工会获悉：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将于 10月 14日至

16日在四川成都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 32支代表队、约 540名选手将汇聚一堂，展开最终角逐。

据介绍，本届大赛以“弘扬工匠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设置钳工、焊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工业机器人操作

调整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砌筑工等 6 个工种。

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王晓峰介绍，相比以

往，本届大赛注重发挥互联网优势，利用“技能强国——全国

产业工人学习社区”等线上学习平台，为广大一线职工参与技

能大赛、提升技能水平提供了新途径。截至 9 月 28 日，平台累

计浏览量达 65.6 万人次。

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将举办

9 月 28 日，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如巨

龙般盘旋在经过生态修复的山脊之上。为践行“绿色办奥”理

念，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延庆赛区业主单位北控京奥严格按照

技术方案要求，全面落实生态修复计划，历时 6 年累计完成了

200 余万平方米生态修复。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生态优先 绿色办奥

本报北京 9 月 29 日电 （记者刘阳）9 月 29 日，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在北京举办 2022“品牌强国工程”发布活动。2022
“品牌强国工程”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正式发布。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内蒙古自治区、湖北省、贵

州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签署了 2022“品牌

强国工程”乡村振兴行动战略合作协议；与多家企业签署了

2022“品牌强国工程”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品牌强国工程”结合企业需求，将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在媒体融合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最新

成果，转化为符合品牌建设规律的传播产品。“品牌强国工程”

自创办以来，累计为 66 家中国优质企业提供全方位融媒体传

播服务，增强了中国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2022“品牌强国工程”服务方案发布

本报广州 9 月 29 日电 （记者罗艾桦、程远州）9 月 28 日

14 时，历经近 4 年建设的广州地铁 18 号线首通段开通运营。

这是国内运营速度最快的全地下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采用高

铁标准，设计时速达 160 公里，实现了 30 分钟从广东自贸试验

区南沙片区抵达广州中心城区的时空目标。

广州地铁 18 号线首通段自南沙万顷沙至天河冼村，全长

58.3 公里，设 8 座站点。据了解，广州地铁 18 号线是连接粤港

澳大湾区的重要交通走廊，根据规划，该线路向南将通过南沙

至珠海（中山）城际铁路连接中山、珠海横琴，向北将通过广州

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铁路串联广州东站和白云国际机场，推动广

州地铁从“城市”迈向“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最快地铁”通车运营


